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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加强五通桥小西湖—桫椤峡谷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风景区）

的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和统一管理，根据《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

和《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特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与面积 

风景区规划总面积     80.98 平方公里，包含小西湖、荷塘月色、桫椤峡

谷、桫椤沟 4 个景区，地理坐标为北纬 29°18′22″ -北纬 28°29′41″ ，东经 

103°40′74″-东经 104°52′3″（见图 1-1）。 

核心景区总面积 0.52 平方公里，占风景区总面积的 0.64 %，包含桫

椤大峡谷、桫椤王、古生物化石等资源价值最高的区域（见图 1-2）。  

第三条  风景区性质与资源特色 

风景区是以珍稀植物、江河、湖泊景观为主体，人文景观为点缀，

“清、翠、峭、珍”为特征，具有游览、观光、休闲度假等职能的浅丘地

貌型省级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资源由 2 大类 7 中类 23 小类构成（附表 1）。景点共计 50

个，其中：一级景点 1 个，占总数的 2 %；二级景点 7 个，占 14 %； 三

级景点 11 个，占 22 %；四级景点 31 个，占 62 %。  

第四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2-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22-2025 年。  

第五条  功能分区 

规划分为特别保存区、风景游览区、风景恢复区、发展控制区和旅

游服务区 5 个功能区。  

（一）特别保存区 

特别保存区与核心景区一致，主要景点为桫椤大峡谷，该区域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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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桫椤群落及其生态环境，是景区的自然资源核心，

面积约 0.52 平方公里。  

（二）风景游览区 

风景游览区以展示风景区的景观、文化、生态和科研价值及提供游

客游览、服务为主要功能，是开展游览欣赏活动的主要区域，可开展必

要的景观建设，包括了小西湖景区、荷塘月色景区、桫椤峡谷景区和桫

椤沟景区的主要景点，面积约 30.26 平方公里。  

（三）风景恢复区 

对已遭破坏的生态环境和环境质量较差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和培

育，主要位于桫椤峡谷景区的范围边界，面积约 16.06 平方公里。 

（四）发展控制区 

发展控制区以环境维护、景观协调为主要功能，是城市、城镇、乡

村等建设集中分布的区域，也是居民生产生活集中区域，包括除特别保 

存区、风景游览区、风景恢复区和旅游服务区以外的区域 ，面积约

34.00 平方公里。  

（五）旅游服务区 

旅游服务区是旅游服务设施集中分布区域，以适应规划期内旅游发

展需要，可设置旅游服务部、游客中心、停车场等，不得进行旅游地产 

开发，包括小西湖景区、荷塘月色景区、桫椤峡谷景区和桫椤沟景区的

服务设施，面积约 0.14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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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护培育规划 

第六条  资源分级保护 

风景区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护区，实施分级控制

保护（见图 2-1）。  

（一）一级保护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  

范围：包括桫椤大峡谷、桫椤王、古生物化石等资源价值最高的区

域，总面积 0.52 平方公里，占风景区总面积的  0.64 %。 

保护要求：只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观光游览以及生态旅游等活

动；可设置风景游赏所必需的游赏步游道、观景点、观景摄影台、休息

亭廊、服务部等相关设施，禁止建设与风景游赏无关的设施进入，不得

安排旅宿床位；可适当设置与游客救援和安全相关的配套设施，严禁建

设度假村、培训中心、疗养院、游乐园、索道、缆车及其他与风景保护

无关的设施；人文景点的建设完善应在充分尊重其固有风貌和文脉的基

础上进行；有序疏解居民点、居民人口及与风景区定位不相符的建设，

禁止安排对外交通，严格限制机动交通工具进入本区。  

（二）二级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 

范围：桫椤峡谷景区除去一级保护区、游览设施、居民点、耕地以

外的区域，是除一级保护区外的主要景点集中分布区和游览区，面积 

7.36 平方公里，占风景区总面积的 9.09%。  

保护要求：保护和恢复生态与景观环境，限制各类建设和人为活

动；可安排直接为风景游赏服务的相关设施，严格限制居民点的加建和

扩建；加强游览组织管理，控制游客容量，限制与风景保护、风景游赏

无关的设施建设；严格限制游览性交通以外的机动交通工具进入本区。  

（三）三级保护区（控制建设范围）  

范围：风景区内除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区域，风景名胜资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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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价值和生态价值一般，主要为城镇、农村居民点、旅游村等，面积

73.10 平方公里，占风景区总面积的 90.27%。  

保护要求：可维持原有土地利用方式和形态，合理安排旅游服务设

施和相关建设；区内的旅游村、城镇、村、居民点、游览设施、交通设

施、社会服务设施均须进行详细规划和设计，经有关部门批准后严格按

规划实施；区内建设应控制建设功能、建设规模、建设强度、建筑布

局、建筑高度、建筑风格等与风景环境相协调。  

第七条  资源分类保护 

（一）自然景观保护：严格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任何单位和

个人严禁进行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和

地形地貌的活动；禁止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

蚀性物品的设施；严禁在景物或者设施上刻划、涂污；保护自然景观本

体及构景空间，保护景观的背景环境；建设项目应与景观相协调，不得

破坏景观、污染环境、妨碍游览。  

（二）自然水体保护：严格执行《水法》、《防洪法》、《水土保

持法》、《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要求，严格保护风景区内水体；风景区

内各级旅游服务设施和集中居民点必须配备与之相符的污水处理设施，

严禁将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的污水直接排入水体；景观建设应与周边

水体特征相协调，景观建设应优先采用有利于保护水环境的生态环保材

料和工艺；严禁随意侵占、破坏水域自然岸线；加强风景区和周边水域

水质监测，建立水质监测体系，及时预防和处理水污染事件。  

（三）森林植被保护：严禁毁林开荒，严禁猎捕野生动物，严厉打

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竹林要有控制的轮伐；强化森林生态保护，维

持森林自我组织和自我演替的平衡状态；风景区内进行森林植被修复应

选择乡土树种，严控外来物种，强化植物检疫，确保森林生态系统安

全；加强风景区内森林火险及病虫害监测，完善森林火灾和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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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家级

公益林管理办法》、《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和《四川省天然林保

护条例》相关规定，征占用林地或变更林地用途，必须依法办理相关审

批手续；强化风景区的各项规划与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相衔接。  

（四）文物古建保护：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

有关文物保护条款进行保护，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级别划定其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强制性保护措施，实施严格保护。文

物古建的保护、修缮应按程序报林草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按文物保护

的法定程序报请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五）古树名木及珍稀植物保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

保护条例》、《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四川省野生植物保护条

例》等相关规定，加强对风景区内古树名木及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

和管理，严禁破坏和违法采集。  

第八条  建设控制与管理 

风景区各分区内设施建设的控制与管理要求见表 2-1。  

表 2-1 分区设施控制管理表 
 

设施类型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 

1.道路交通 

栈道 ○ ○ ○ 

土路 ○ ○ ○ 

石砌步道 ○ ○ ○ 

其它铺装 △ ○ ○ 

机动车道、停车场 △ ○ ○ 

索道、铁路、高等级公路等 × ○ ○ 

2.餐饮 

饮食点 × ○ ○ 

野餐点 × ○ ○ 

一般餐厅 × ○ ○ 

中级餐厅 × × ○ 

高级餐厅 × × ○ 

3.住宿 

野营点 × ○ ○ 

家庭客栈 × ○ ○ 

小型宾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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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类型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 

中型宾馆 × △ ○ 

大型宾馆 × × △ 

4.宣讲咨询 

解说设施 ○ ○ ○ 

咨询中心 × ○ ○ 

博物馆 × ○ ○ 

展览馆 × ○ ○ 

艺术表演场所 × △ ○ 

5.购物 

商摊 △ △ ○ 

小卖部 × ○ ○ 

商店 × △ ○ 

银行 × × × 

6.卫生保健 

卫生救护站 ○ ○ ○ 

医院 × ○ ● 

疗养院 × × ○ 

7.管理设施 

景点保护设施 ● ● ● 

游人监控设施 ● ● ● 

环境监控设施 ● ● ● 

行政管理设施 × ○ ○ 

8.游览设施 

风雨亭 ○ ○ ○ 

休息椅凳 ○ ○ ○ 

景观小品 △ ○ ○ 

9.基础设施 

邮政设施 ○ ○ ○ 

电力设施 ○ ○ ○ 

电讯设施 ○ ○ ○ 

给水设施 ○ ○ ○ 

排水设施 ○  ○  ○  

环卫设施 ○  ○  ○  

防火通道 ●  ●  ●  

消防设施 ●  ●  ●  

10.其他 
节庆、乡土类设施 △ △ △ 

宗教设施 × △ △ 

注：●应该设置；○可以设置；△可保留不宜设置；×禁止设置；－不适用。  

第九条  生态环境保护 

风景区大气、水体、噪声环境质量保护目标分别执行《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按分级保护区划分别达到表 

2-2 标准；生活饮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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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辐射防护应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的规定。  

表 2-2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表 
 

分级保护区划 大气环境质量 地表水环境质量 环境噪声 

一级保护区 达到一级 达到Ⅰ类 优于 0 类 

二级保护区 达到一级 达到Ⅱ类 优于 1 类 

三级保护区 优于二级 优于Ⅲ类 优于 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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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游赏规划 

第十条  游人容量及规模 

风景区一次性游人容量（瞬时容量）为 7850 人/次，日游人容量为

8050 人次/日，年游人容量为 160.50 万人次/年（见附表 2）。  

规划近期期末（2027 年）年游客量为 50 万人次以上。  

第十一条  风景游赏规划 

风景区划分为两大片区， 4 个景区。各景区应加强游览组织和环境

控制。  

（一）小西湖片区 

1、小西湖景区 

景区以小西湖水乡古镇为特色，是景区的人文资源核心。景区的发

展目标是开发水上活动项目的同时维护好茫溪河、涌斯江水域水质环

境，做好工农街传统建筑群维修和风貌改造。依托茫溪河、涌斯江水

域、工农街及景区外围的花盐街、群力街传统盐商建筑群，建成集盐商

文化、书画研学、综合接待为一体的综合景区。 

2、荷塘月色景区 

景区以观光农业为特色，景区发展目标是通过规模发展观赏荷花、

桃、李果园等，形成观赏花海，完善车行、步行游览系统，打造“荷看燕

山、诗居田园”的乡村休闲、观光、体验生态农业场景，以乐山市近郊的

区位优势，建成集观花挖藕、赏荷垂钓、摘果采莲等乡村体验服务景

区。 

（二）桫椤峡谷片区 

1、桫椤峡谷景区 

景区以峡谷和孑遗植物桫椤为特色，是景区的自然资源核心。景区

的发展目标是强化自然生态环境，完善步行游览系统。依托桫椤峡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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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景观及景区外围的人文资源，建成集科考、观光、探险等于一体的旅

游目的地。 

2、桫椤沟景区 

景区以自然山水、湖库水景为特色，沿溪沟保存有数量较多的桫

椤。景区的发展目标是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增加景区内游赏

和康养配套设施，建成区域内重要的康养旅游目的地。  

表 3-1 游赏布局规划表 
 

序号 游览区 级别 游览方式 展示游览内容 主题及游赏项目 

1 小西湖景区 
重要 

景区 

步游、车游相 

结合 

湖泊景观，水乡古

镇 

山林体验、水上活动、民俗

体验、书画研学 

2 燕山荷塘景区 
辅助 

景区 

步游、车游相 

结合 
山林田园景观 

溶洞奇观、湿地景 观、科

普、避暑 

3 桫椤峡谷景区 
主要 

景区 
步游为主 

峡谷景观、孓遗植

物 

山林体验、峡谷探险、科考

观光、徒步 

4 桫椤沟景区 
辅助 

景区 

步游、车游相 

结合 
湖泊、山林景观 

山林体验、观光休闲、康

养、避暑 
 

 

第十二条  游览解说系统规划 

（一）解说展示场所  

①游客中心：在进入主要风景区前为游客提供综合服务，包括讲

解、 咨询、引导以及基本的商业服务。  

②入口与游步道：根据游览解说需要，在景区入口、重要景观景点

和 游步道两侧设立的图文并茂的解说牌、指示牌和警示牌，注明去向、

里程、注意事项等。  

（二）解说展示方式  

①导游解说：以具有能动性的专业导游向游客进行主动的、动态的

信 息传导为主要表达方式。其职责包括：信息咨询、导游活动、向团队

演 讲、现场解说。  

②语音导览：开发景区自助解说小程序，游客可以通过小程序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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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的景点解说。 

③设施展示：由数字化技术、书面材料、标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语音等无生命设施、设备向游客提供静态的、被动的信息服务。形式包

括幻影成像、视听媒体、介绍标牌、室内展示、出版品与印刷品等。解

说设施的风格、色彩应与周边景观协调，采用环保材质，中文、英文双

语解说。 

第十三条  典型景区规划 

以古建筑、古树名木、盐商文化、特色生物资源、农业观光等为内

涵及展示主题，主要打造小西湖景区、桫椤峡谷景区和荷塘月色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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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施规划 

规划建设旅游村 3 个（工农街、燕山荷塘、桫椤沟）、服务部 6 处

（桫椤大峡谷、雄鸡山、太平谷、多宝寺、柑橘园、田园牧歌）（见图 

3-1）。并在旅游服务村、旅游服务中心入口明显位置设置省级级风景名

胜区徽志。 

（一）旅游村 

小西湖景区工农街、燕山荷塘以及桫椤峡谷景区桫椤沟处设旅游村

共 3 处，配套宾馆、游客中心、旅游车站、 餐饮、购物、娱乐、保健

等，基础设施集中处理。鉴于目前五通桥区的旅游现状和住宿条件，规

划旅游床位规模 450 床，其中：风景区内配套 450 床，风景区周边城镇

配套 800 床， 各区域床位分配如下表。  

表 4-1 风景区床位配置表 
 

 

类别 

 

名称 
近期床位 远期床位（新增） 总床 位数 

宾馆 民宿 宾馆 民宿 

旅游 村 
工农街   200  200 

燕山荷塘   200  200 

红星湖    50 50 

外围依托 800 0 400 - 1200 

总计 800 0 800 50 1650 
 

按照远期 200 平方米/床计算，旅游村建设用 地面积控制在远期≤9 

公顷；建筑高度（屋顶檐口高度） 一般不超过 12 米，地块容积率 0.3-

1.0，建筑密度≤40%，绿地率≥30%。  

（二）服务部 

设桫椤大峡谷、雄鸡山、太平谷、多宝寺、柑橘园、田园牧歌等 5

处服务部。 该级旅游服务设施不得安排旅游床位，可设置餐饮、快餐、

休息点、公厕、垃圾收集点、旅游商品售卖点等设施。  

（四）风景区外围依托 

风景区外围依托主要为五通桥区城区、西坝镇、石麟镇、牛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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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镇等的相关设施，近期规划床位约 800 床，远期规划床位约 1200 床

（见表 4-1）。  

（一）对外交通 

对外交通主要依托规划新建的乐山机场、省道 S429、省道 S103、

省道 S215，改造提升竹根镇——西坝镇、西坝镇——石麟镇、石麟镇—

—冠英镇、竹根镇——金山镇等公路。  

（二）内部交通 

1、公路建设 

（1）荷塘月色景区：改建牛华镇高山步村——中华村——燕山荷塘

游客接待中心的旅游公路，公路总长约为 4 千米。  

（2）桫椤峡谷景区：改建桫椤峡谷片区入口——西坝镇和平村——

石麟镇碗厂沟村连接公路总长约为 15 千米。 

（3）桫椤沟景区： 改建飞水岩——桫椤沟旅游公路，公路总长约 4

千米。 

景区内公路宽 7.5 米，三级水泥路面。  

2、游步道建设  

（1）小西湖景区：分别建设田园牧歌、桃李天下等景点步游道约 3 

千米。  

（2）荷塘月色景区：分别建设柑橘园、枇杷园等景点步游道约 4 千

米。 

（3）桫椤峡谷景区：建设牛心山景点步游道约 3 千米。  

（4）仙人洞景区：建设黑狗湾至转弯沱景点步道约 3 千米。 

3、停车场建设 

分别于燕山荷塘、桫椤大峡谷景点建大型停车场一个，车位为 150 

个。桫椤峡谷景区入口、红星湖、桫椤沟、柑橘园各建 1 个小型停车场，

根据游人规模，车位数量设置 20-5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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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交线路设置 

规划设置燕山荷塘、田园牧歌、茫溪河、桫椤大峡谷、桫椤沟、红

星湖等 6 个公交停靠站，用于连接各景区。  

第十六条   综合防灾规划 

（一）森林防火规划：完善景区各级防火管理体系，建立完备的消

防救灾体系。 

（二）风景名胜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按抗震烈度 7 度设防。在 重

点游览区内设置避震疏散场所和通道。 

（三）消防：风景区消防主要依托周边城镇，但应在风景区内组建

义务消防队并配置必要装备。 

（四）地质灾害防治—建立地质灾害空间数据库，对于危险性较大

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采取工程措施进行完全治理。 

（五）抗震规划：按《国家防震减灾法》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

图》（GB18306-2015）标定地震基本烈度为 6 度。对建筑的抗震设计，

应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55—2016）的要求，按类别进行建

筑的抗震设计。对风景区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建设工程，以及

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

评价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六）防洪规划：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和文物保护

的级别、景源级别分别确定文物古迹、旅游设施的防洪标准。防洪规划

应当服从所在地流域、区域的综合规划。防止山洪可能诱发山体滑坡、

崩塌和泥石流，划定重点防治区，采取防治措施。  

（七）游览安全保障规划——建立风景名胜区灾害预警系统，在竹

根镇建立安全救援中心，在位牛华镇、石麟镇、西坝镇建立应急救助中

心 

第十七条  给、排水工程规划 

http://baike.soso.com/v303879.htm?ch=ch.bk.inn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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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水工程规划  

风景区近期用水量为 1689.1 立方米/日，其中旅游接待用水 117.8 立

方米/日；远期用水量为 1799.1 立方米/日，其中旅游接待用水 227.8 立方

米/日。  

供水标准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小西湖景区

由城市给水厂统一供水，燕山荷塘景区由牛华给水厂统一供水，桫椤峡

谷景区由西坝镇水厂供水，桫椤沟景区就近取用山地蓄水，分别建给水

设施，采用净水器处理并经紫外线消毒达到 GB5749 要求方可使用。  

（二）排水规划  

风景区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风景区近期污水处理量为 228 立方

米/日，远期污水量为 238 立方米/日。  

1.规划在燕山荷塘建 1 座污水处理站，规模 100 立方米/日，处理工

艺采用二级生化处理，污水处理标准应达到 GB18918 一级 A 标。  

2.在各接待点各建一座化粪池，将各景区内的所有旱厕全部改造成

水厕，铺设污水管道将所有生活污水分区排至化粪池或污水处理站进行

处理，严禁污水直接排入自然水体。  

3.处理达标后的废水可作为绿化用水或用于农业灌溉用水综合利

用，污泥必须交由具有相关处理资质的单位规范处置。具体设计时各污

水处理系统必须满足当地水资源保护和水功能区管理要求。  

4.由居民点各点自行建设污水处理站、小型湿地或化粪池，相关主

管部门负责对排放的污水进行监测。  

第十八条  供电及能源工程规划 

风景区近期总用电负荷 0.63 万千瓦，远期总用电负荷 0.72 万千瓦，

其中旅游用电负荷 0.08 万千瓦。 

各个景区靠近村镇，电力资源充足。在风景区内设 10KV 高压电源

的开闭所和两路 10KV 出线回路， 分别为风景区内的变配电室供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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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环网供电，提高供电可靠性。  

第十九条  邮政、通讯工程规划 

各片区由镇区内现状电信机房引出电信线缆。在红星湖在小西湖片

区和桫椤峡谷片区分别设置 1 处邮政代办点。 提高风景名胜区移动通讯

的覆盖率，保证 4G 网络覆盖率达到 100%， 在小西湖景区和荷塘月色景

区进行 5G 基站建设，满足广大游客的需要。  

第二十条  环卫工程规划 

景区内建立环卫机构，采用村收集镇转运区处理的方式，日产日

清。  

第二十一条  安全设施规划 

（一）交通安全  

在进入各景区的主干线上设置旅游相关标识牌，安全监视系统等；

重要景区和交通要道设专门交通管理人员，疏通道路，避免事故发生。  

（二）景区安全  

落实安全责任制，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安全教育和安全

管理，严格执行安全保卫制度；特种体验项目必须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

设备。  

（三）餐饮住宿安全  

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制定切实可行的《景区卫生工作条例》，

食品生产经营商和摊位须有卫生许可证，制度上墙；景区内各住宿接待

设施需有完备的安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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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居民调控与经济发展引导规划 

第二十二条  居民社会调控 

（一）居民点调控类型 

1、疏解型：石麟镇方嘴村 1 个村为疏解型居民点。  

2、发展型：竹根镇多宝村、龙门村、柑子村、红军村，牛华镇观音

堂村、中华村、燕山村，西坝镇民权村、和平村、向荣村和石麟镇碗厂

村 11 个村为发展型居民点。  

3、控制型：竹根镇黄桷井社区、翻身村和西坝镇高峰村、庙沱村 4 

个村为发展型居民点。 

4、保持现状型：石麟镇沙坝河村、马儿石村、张坳口村、大桥村 4 

个村为保持现状型居民点 

（二）居民点调控措施 

1、无居民区：指一级保护区，不准常住人口居住和落户，无居民

点。  

2、居民缩减区：主要分布在风景区内的桫椤沟景区。原则上常住人

口“只出不进”，鼓励迁出、禁止迁入，逐步减少该区的人口数量。  

3、居民控制区：主要分布在风景区发展控制区内，原则上常住人口 

“有出有进”。风景区内居民可以调控至本区，引导风景区的居民向风景

区的居民聚居区或风景区外迁移，禁止风景区外的居民迁入。  

4.风景区内居民远期人口规模预计约 13816 人，保留人口可从事农 

业生产和旅游服务。  

第二十三条  经济结构导向 

优先发展旅游、度假、文化娱乐、餐饮购物等旅游消费服务相关的 

现代服务业。提倡发展生态农业、特色种植、养殖业等第一产业为主的 

农业产业化配套。允许发展民间工艺品、土特产品的生产，不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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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副产品加工业、旅游产品加工业。禁止发展危险品（易爆炸性、易 

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储存，开山、采石、采矿、冶炼、 

化工、房地产及其他相关规定禁止进入风景名胜区的产业。 

第二十四条  经济发展引导措施 

（一）按土地利用及经济发展布局规划，在彻底清查内部土地资源，

人口分布的基础上，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细则。  

（二）保留风景区内的永久基本农田总量。   

（三）优先消化风景区内因产业结构调整而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农 

业生产要积极为旅游业的需要提供物质供应。 

（四）保护区内游览用地不受居民生产活动的破坏。 

（五）风景区居民众多，严禁随意摆摊设点，结合游务设施建设，

给居民提供固定的经营活动区。   

（六）风景区的各类工作岗位应优先考虑当地居民，可适当开展民 

宿、家庭旅馆、农家乐等多种经营活动，提倡发展特色农业旅游和种养 

结合的特色养殖，根据风景区环境消纳能力综合确定养殖规模总量，养 

殖粪污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还田消纳，形成养殖——种植——生态农业 

观光产业链。  

 
 

  



23  

小西湖-桫椤峡谷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2-2035 年）  

 

第六章  相关规划协调 

第二十五条  土地利用协调规划 

落实《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与五通桥区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实施协调，严格保护林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适当增加风景

游 赏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表 6-1 风景区用地规划汇总表 

序 

号 

用地代

号 
用地名称 

面积(km2) 占比 人均(m2/人) 
备  注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00 合计 风景区规划用地 80.98  80.98  100.00% 100.00% 4827.13  3666.58  总人口平均 

01 甲 风景游赏用地 0.00  22.97  0.00% 28.37% 0.00  1040.03  不计入总面积 

02 乙 
旅游服务设施用

地 
0.00  0.14  0.00% 0.17% 0.00  17.39  游人平均 

03 丙 居民社会用地 3.14  3.12  3.88% 3.85% 包含了风景区内城镇规划区 

04 丁 交通与工程用地 1.32  1.31  1.63% 1.62% 78.68  59.31  总人口平均 

05 戊 林地 51.10  51.08  63.10% 63.08% 3046.02  2312.78  总人口平均 

06 己 园地 6.35  6.28  7.84% 7.76% 404.12  454.55  居民平均 

07 庚 耕地 16.25  16.23  20.07% 20.04% 1034.18  1174.72  居民平均 

08 辛 草地 0.20  0.20  0.25% 0.25% 12.73  14.48  居民平均 

09 壬 水域 2.44  2.44  3.01% 3.01% 155.29  176.61  居民平均 

10 癸 滞留用地 0.18  0.18  0.22% 0.22%       

备注 

2021 年，现状人口 16776 人，其中游客 998 人（按日游人数量），职工 65 人，居民 15713 人。 

2035 年，规划总人口 21886 人，其中游人（按日容量）8050 人，职工 220 人，居民 13816 人。 

2021 年，现状林地面积 51.10 平方公里；2035 年，规划林地面积 51.04 平方公里，其中风景游赏用地中的

林地 15.12 平方公里。 

2021 年，现状基本农田面积 25.37 平方公里，基本农田总量保持不变。 
 

 

 

第二十六条  其他相关规划和管理规定协调 

（一）与城镇、村规划的协调 

风景区内涉及城镇、村的建设均可依据城镇总体规划、村规划确定

的各项内容进行，但城镇、村规划与建设必须与风景区总体规划相协调， 

必须符合《风景名胜区条例》的要求。  

（二）与林地保护的协调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四川 

省天然林保护条例》等林地保护有关规定，征占用林地或改变林地用途， 

必须依法向林草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严格保护风景区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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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木资源，做好与五通桥区林地保护规划和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的

实施协调。  

（三）与文物保护的协调 

落实《文物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与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的实施

协调，落实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管理要求。涉及文物保护修 

缮的项目，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四）与水利相关规划协调 

在小西湖水面进行景观设计与打造，开展水上旅游活动。 

（五）与矿产资源开发相关规划的协调 

风景区内禁止开矿，已有的矿山应按照相关规定有序退出。  

（六）与交通相关规划的协调 

涉及风景区的重点交通项目有：规划的省道 S429、成昆高铁等。 

穿越风景区的交通建设项目必须符合相关规划，原则上禁止穿越核 

心景区。项目必须编制对风景区的影响专题论证报告，经省级林草主管

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进入。  

（七）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以及自然资源部

《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的通知》的相关保护要求，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  

（八）旅游管理 

落实《旅游法》等相关规定，规范旅游和旅游经营活动，提升旅游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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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近期发展规划 

第二十七条  近期规划 

近期重点建设风景区内主要景点及相关配套设施。 

1、建立和完善风景区管理机构，落实人员和经费，制定风景区管理

制度和规范。  

2、按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风景名胜区和核心景区的范围应在总

规批复后 1 年内完成勘界立碑，加强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力度。  

3、本规划批准之日   1 年内，编制景区详细规划，并按照详细规划落 

实景区建设。  

4、省道 S429 建设。  

5、改善风景区的内外交通条件，设置旅游交通专线，合理疏导游

客，并完善相关基础工程的配套建设工作。  

6、重要景点的配套设施完善，旅游点及服务部的建设完善。  

7、风景区标识解说系统完善。  

8、加强风景名胜区内文物保护单位的防护、监管设施建设。 

9、由于自然保护地正在整合优化，目前相关细则尚未正式出台。待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确定后，应根据最新的政策要求和技术规范， 

依法调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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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风景名胜资源类型表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布地域  代表景观  

自然

景源  

地景  

山景  

高峰村、庙沱村、大

桥村、和平村、民权

村 

唐家山、灵芝岩、大青木山、太平

山、牛心山、钻天坡、雄鸡山 

峡谷 庙沱村、民权村 桫椤大峡谷、太平谷 

石林石景 马儿石村、多宝村 海螺石、乌龟石 

水景  

溪流 方嘴村 黑狗湾、转弯沱 

江河  佑君社区、多宝村 小西湖、茫溪河 

湖泊  沙坝河村 红星湖 

潭池 燕山村、方嘴村 燕山荷塘、三角凼 

瀑布跌水  沙坝河村、方嘴村 飞水岩、雁鹅滂 

生景 

森林  方嘴村 桫椤沟 

草地草原 多宝村 大地坪 

古树名木  高峰村、黄桷井社区 桫椤王、黄桷树王 

植物生态类

群 
方嘴村、两河口社区 桫椤树群、十里榕廊 

其他生物景

观 
向荣村 古生物化石 

人文

景源  

园景  其他园景 

多宝村、柑子村、龙

门村、观音堂村、燕

山村 

枇杷园、柑橘园、火龙果园、田园牧

歌、桃李天下 

建筑 

风景建筑 黄桷井社区 浮桥 

纪念建筑 黄桷井社区、建新村 
丁佑君纪念馆、丁佑君广场、永利川

厂纪念馆 

宗教建筑 
黄桷井社区、高峰

村、多宝村、龙门村 
慈恩寺、三王庙、多宝寺、东阁庙 

特色街区 
黄桷井社区、两河口

社区 
工农街、花盐街 

胜迹  

遗址遗迹 高峰村、庙沱村 古岩居、古陶窑遗址 

摩崖题刻 高峰村、庙沱村 天书石碑、摩岩造像 

古墓葬 向荣村 东汉岩墓 

风物  
节假庆典 杨柳湾社区 大型龙舟会 

地方物产 西溶社区、建新村 西坝豆腐、桥牌豆腐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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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风景区游人容量表 

片区 序 号 类别 
游赏面积 m2 

或长度 km  
周转率 计算指标  

瞬时容

量（人/

次） 

环境日容

量（人次/ 

日） 

环境年容

量（万人

次/年） 

小西湖片

区 

1 景区公路 20km×4.5m 1 150 m2/人 600 600 18 

2 观景游道 12km×2.5m 1 10 m2/人 3000 3000 9 

3 工农街 10000 m2 2 50 m2/人 200 400 12 

合计       3800 3800 4000 

桫椤峡谷

片区 

1 景区公路 60km×4.5m 1 150 m2/人 1800 1800 54 

2 观景游道 9m×2.5m 1 10 m2/人 2250 2250 67.5 

合计       4050 4050 121.5 

风景区游人容量总计        7850 8050 160.5 

 

 

 
 

 

  


